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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司法独立起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是一种为

防止集权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司法独立的基础在于司法权的“国民的直接所有物”的

性质 ;在司法独立的生存机制上 ,必须以“自由的国家”作为支撑 ;司法独立的内容既

包括法院的独立 ,也包括陪审法庭的独立与法官的独立。并且 ,司法独立本身并非

目的 ,它是以追求“审判自由”为价值导向的。

关键词 :司法独立 　审判自由

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 ,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 ,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

业化进程 ;也没有哪一种制度的建构能像司法独立那样 ,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与专业

意蕴。那么 ,革命导师们又是如何看待司法独立的呢 ? 在以往 ,人们多囿于议行合一的理论

框架 ,自然就推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反对司法独立的结论 ;或者 ,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法学

论著中也有司法独立的理论阐释 ,但在具体分析时却又多语焉不详。实际上 ,在马、恩的著作

溜 ,特别是他们早期的著述当中 ,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司法独立思想。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学习 ,择取司法独立的缘起、司法独立的依据、司法独立的基础、司法独立的内容、司法

独立的价值等五个方面 ,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司法独立的论述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名流

方家。

一、司法独立的缘起 :人类对自身的恐惧

司法独立源于国家权力的内部分工 ,而关于权力分工的理论源头 ,恩格斯用“人类对自身

的恐惧”一语加以概括。这是恩格斯在研究英国宪制的著作中 ,借用宗教术语对分权理论所

作的一种形象表述。恩格斯指出 :“如果说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 ,也是在于人类对自

身的恐惧 ,那末 ,在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家 ,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点。”①

人们恐惧什么呢 ? 恐惧于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政体类型所无法避免的专制。应当说 ,政体的设

定虽然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具体状况密切相关 ,然而它更融合着人类的政治智能与政治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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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的一种经探讨、比较、综合之后所进行的政治设计。而在英国人看来 ,无论是纯粹的君

主政体、贵族政体 ,还是民主政体 ,似乎都无法避免专制的恐怖 ,并且 ,上述三种政体哪一种也

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不是怀疑国家制度本身的不合乎人性 ,相反 ,“人们

却用不道德的仅仅是国家的形式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 ;他们从上述的前提做出结论 :三种不

道德因素的协作就能得到一个道德的产物 ,于是他们就创立了君主立宪政体。”② 也就是说 ,

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是人们试图将以前三种政体中的不道德因素加以协调、消解、平衡 ,从而

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类型。这种政体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权力均等 ,即我们今天所言的权力分

立。恩格斯认为 ,这一原则“最透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恐惧”。③在权力分立体制之下 ,

司法权作为一种单独的国家权力类型而处于与立法权、行政权并列的地位 ———虽然英国实际

上并非纯粹的权力分立体制。按照恩格斯的理解 ,这种权力分工源于人类反对自身的一种努

力 ,即人类对于自己所创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充满着猜忌与戒心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专制、独

裁 ,人们就设想通过一种国家政体形式的塑造 ,将国家权力分解成由不同主体掌握的权力 ,从

而防止权力的集结而导致对人民权利的危害。

可以说 ,恩格斯虽然并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符合人性的制度建构 (恩格斯认为 ,“国家本身

就是所有这些不合乎人性的现象的起因并且本身就是不合乎人性的”④) ,但对国家制度之下

的权力分立却有着非常精确的把握。姑且不论有关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源头考察是否符合

历史真实 ,然而其中关于权力分立 ,包括司法独立的来源 ,是因为人类自身的恐惧的论述 ,应

当说 ,抓住了权力分立原理的实质。不错 ,权力分立的经验基础正是以往政体的缺陷所提供

的警示 ,它表明集权必然导致专制这样一种无法避免的事实。英国学者维尔在追溯权力分立

的渊源时 ,也得出了与恩格斯几乎相同的结论。维尔指出 ,“在目睹了国王与国会的斗争 ,逐

渐意识到任何一种专断统治都可怕之后 ,人们的心目中现已具备了纯粹权力分立学说的一切

要素。”⑤ 这就是说 ,恐惧的心理成为权力分立制度的理论渊薮。实际上 ,人们探讨为何要进

行权力分立的理由 ,也主要就是从防止权力的专断这一角度来进行的。早在 17 世纪 ,英国的

学者萨德勒就于其所著的《王国的权利》一书中明确指出 ,政府的三种权力 ,即立法权、司法权

和行政权“应当握于分别的主体手中 ;因为依据自然法则 ,如果立法者成为那些违反了他们法

律的人的法官 ,立法者看来就是他们自己事业的裁断者 ,而我们的法律以及大自然本身都非

常想避免和厌恶这种行为 ,因此看来也禁止立法者和法官如此行为 ⋯⋯”⑥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 ,要避免统治者的独断专行 ,就必须将权力交由不同的机会和人员来行使 ,建立权力分工的

政治体制。

专制政体对于人民的最大危害 ,莫过于扼杀人民的自由 ,用统治者的意志来代替人民的

判断。三权分立理论的著名倡导者与奠基人孟德斯鸠 ,正是从保障人民自由这一角度 ,论证

权力分工之必要性的。在孟德斯鸠看来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任何形式的集结 ,都是专制

的统治 ,甚至会出现“可怖的暴政统治”, ⑦因而 ,从维护人民自由的角度而言 ,只有将国家权

力交由三种不同的机关而执掌 ,才能够防止因权力集中所带来的危害。同样 ,美国政治家麦

迪逊人非天使的人性预设以及以野心对抗野心的著名论断 ,也可以理解为恩格斯所述观念的

最好注脚。麦迪逊指出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 ,那么政府将会是多余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 ,人们

并非天使 ,因而必须建立辅助性的预防措施 ,使得“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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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用野心来对抗。”⑧ 由此可以看出 ,权力分工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 ,国家与政府本身就是一

种对人性而言最大耻辱的制度建构 ,因为这种制度奠基于人民无法自己管理自己 ,也即无法

自治的假设基础之上 ;第二 ,人类固有的对他人不信任的心态 ,迫使人们必须设定用野心对抗

野心的权力分立体制 ,从而使得权力不可能出现垄断或者一边倒的情形 ;第三 ,即使人民主权

的理论能够成立 ,那也至多只具有理论的意义。不错 ,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但人民

不可能集体行使权力来管理国家 ,因而必须有辅助性措施加以保障 ,这就是权力分立的制度

建构。

实质上 ,强调权力分立、反对集权也是恩格斯早年的基本主张。在写于 1842 年的《集权

与自由》一文中 ,恩格斯就指出 ,极端形式的集权 ,“乃是国家超越了自己的范围 ,超越了自己

的本质”,因为国家“永远不会占有整个人类在其活动和历史发展中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力 ,即

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人的那种权力”。⑨然而国家集权本身 ,就是将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窃为

己有。即使承认集权是国家本身的基本规律 ,但是 ,“国家集权的实质并不意味着某个孤家寡

人就是国家的中心”。�λυ并且 ,即使在集权体制之下 ,司法权也决不应当同中央发生关系 ,而

应当独立地单独存在 ,直接由人民保管和掌握。�λϖ正因为如此 ,在恩格斯看来 ,法国基佐内阁

式的那种集权体制是不合理的、专制的统治 ,因为它意味着“人民主权的原则、自由出版的原

则、有陪审员参加的独立的司法的原则、议会政体的原则 ,在法国实际上已被废除”。�λω在这

里 ,恩格斯将有陪审员参加的独立的司法原则作为自由政体的基本标志 ,表明了他对司法独

立原则的心仪。�λξ 在此后于 1847 年撰写的《普鲁士宪法》一文中 ,恩格斯仍然对于司法独立

这一原则的确立 ,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以及帮助资产阶级获得国家政权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给予了评价 ,他说 :“尽管普鲁士宪法本身是不足道的 ,但是 ,它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

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资产阶级获得政权 ;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 ,这

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建立 ,出版自由的实现 ,法官独立审判制度和陪审

制度的实行 ,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λψ 这就表明 ,司法独立本身是资本主义制

度区别于封建制度的主要标志 ,而这一原则的确立以及相关制度的建构 ,也必将推动资产阶

级民主制度的纵深发展。

二、司法独立的依据 :国民的直接所有物

司法为什么能够独立 ? 这涉及到司法独立的依据问题。在这一方面 ,恩格斯认为 ,司法

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因而必须由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施这一权力。这是恩格斯

在 1842 年《〈刑法报〉停刊》一文中 ,对司法权性质的基本定位。

首先 ,恩格斯认为 ,司法独立是政治设计的基本规律。针对当时的《刑法报》提出的一个

重要论点 ,即“任何一个有行政权的部门都不应当直接交给人民 ,因而审判官的职权也不能交

给人民”,恩格斯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恩格斯指出 ,“如果司法权不是与某种行政权完全不同

的东西 ,那本来也不坏。”但问题是 ,司法权与行政权在职能范围与行使方式上都存在着天壤

之别 ,因而在民主制国家 ,也就是“确实实现了各种权力分立的国家”里 ,“司法权与行政权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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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完全独立的。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把行政权与司法权绝对分开

呢 ? 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权力的混合势必导致无法解决的混乱 ;这种混合的必然结果就是让

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官。”�λζ 也就是说 ,如果行政权与司法权混合在一起 ,那

么就会出现同样一个人既是告发者、侦查者又是审判者的状况 ,显然这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基

本精神 :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 ———侦查者、告发者的角色本身 ,就隐含着利害关系在

内 ,因而 ,如果再由他们自己来作出案件的裁决 ,自然就不会有公正的结果。

巧合的是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也是本着这一精神 ,来批判专制制度下的司法制度。马克

思指出 ,书报检查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概念之上

的。公众的智能和善良意志都被看做甚至对最简单的事物也是无能为力的东西 ,但对于官员

们来说 ,却连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可能的”。这就是专制制度的痼疾 ,它将权力高度

集中 ,把本来应当分离的权力也混合在一起。表现在刑事诉讼当中 ,就是“法官、原告和辩护

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λ{ 构成一种专断式的三位一体的诉讼结构。马克思认为 ,这种集

中是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λ|因为当法官和代表行政权的书报检查机关具有共同

的利益基础时 ,法院不可能作出“超越自我”的判决 ,心理学的规律不会允许自身反对自身。

这种体制表面上而言只是法官与书报检查官角色的混同 ,但实质上则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剥

夺 ,因为在书报检查制度之下 ,检查官的指控就是一切 ,法官实际上无从作出自主的判断。总

之 ,马克思也同恩格斯一样 ,认为没有独立的司法就不会有公正的司法 ,这正如他在为出版自

由而进行的论辩中所言的 ,合理的司法体制应当是 :“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政

府。”�λ}

其次 ,司法独立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恩格斯在《〈刑法报〉停刊》一

文中写道 :“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 ,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来实现这一权力 ,这一点不

仅从原则本身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是早已证明了的。”�λ∼ 这一思想在恩格斯的《集权和自

由》一文中也有所反映 :“司法权决不应当同中央发生关系 ,而应当属于人民 ,属于陪审法庭。”
�µυ就结论而言 ,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将司法的独立性提炼了出来 ,然而由此也就产生出这样一
些问题 : (1)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究竟有何不同 ? (2) 为什么只有司法权才是国民的直接

所有物而其他权力不具有这种性质 ? (3)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员行使司法权力 ,这究竟是一

种社会权力还是国家权力 ?

关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的差异 ,恩格斯主要是立足于集权体制下国家职能的不同

而进行辨析的。恩格斯认为 ,只要存在着国家 ,每个国家就会有自己的中央 ,每个公民也只是

因为存在权力集中的中央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那么 ,集权式的中央从事的又是什么样的

活动呢 ? 恩格斯回答道 :“集权的活动必然应当是有普遍意义的 ,它的管辖范围和职权就应当

包括一切被认为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µϖ 这就是说 ,对于中央而言 ,它所管辖的范围与职权

的对象是那些有普遍意义的事情 ,按照恩格斯的列举 ,这些事项包括 :颁布法律 ,统率管理机

关 ,任命国家官吏 ,等等。在这里 ,恩格斯实际上受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的政治学思

潮的影响 , �µω 认为国家承担的职能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 ,属于一种普遍性管理活动 ;相反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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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会则是人们的一种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 ,按照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的话来说 ,是一种“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µξ 司法权不属于国家

而属于市民社会 ,因为该种权力只是“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µψ 具体说来 ,司法活动仅

涉及个别公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争执 ,它并不象立法和行政管理活动那样 ,属于一种宏观

决策与社会调控的国家活动形式 ,具有普遍而广泛的意义。换句话说 ,司法所针对的是具体

的个案 ,而立法与行政管理则是对社会事务进行普遍的规制与调整 ,因而司法权与立法权、行

政权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立足于这一角度 ,恩格斯认为所有案件都应当由独立的陪审员而

不是“领取国家薪俸的国家官吏”来进行审判。�µζ 这正如“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那

样 ,行政权可以由国家来行使 ,司法权则必须由人民来掌管。

那么 ,为什么只有司法权才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呢 ? 所谓国民的直接所有物 ,可以理解

为宪政意义上的人民的保留权力 ,即不属于国家而是由人民直接掌握和行使的权力。早期的

恩格斯已经具有浓烈的人民主权意识 , �µ{ 而按照人民主权的观念 ,国家权力归全体民众所

有 ,因而无论是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 ,都应当属于人民主权的范围。那么 ,把司法权单

独分立出来而归为国民的直接所有物的理论依据何在呢 ? 恩格斯从权力集中与权力分工之

间的辩证联系论述了这一问题。在恩格斯看来 ,“集权是国家的本质 ,国家的生命基础 , ⋯⋯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要集权 ,联邦制国家需要集权 ,丝毫也不亚于已经发达的集权国家。”�µ|

也就是说 ,为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必须将某些权力集中起来 ,而这些权力就是行政权 ,它的管

辖范围和职权包括一切被认为是有普遍意义的事情。集中起来的权力由国家 (或人民) 任命

的官吏来行使 ,而司法权由于只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 ,因而必须由国民直接行使。显然 ,

在恩格斯的观念之中 ,行政权属于政治权力的范畴 ,而司法权则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 ,是一种

人民自治型的权力范围。同样可以作为证据的就是 ,在马克思看来 ,行政权是一种外在的强

制而非国民的自治。马克思指出 :“在议会中 ,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 ,即将统治

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 ,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看法 ,而服从于

他人意志的指挥 ,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 ,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

自治。”�µ} 这话用在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区别上也是正确的 ,因为行政权体现为一种管理 ,必须

借助国家的强制来保证国家意志的实现 ;而司法权则是人们之间社会纠纷的解决 ,因而可以

归诸于人民自治的范围。

把司法权定位在国民的直接所有物 ,也与同类人审判的传统司法理念有关。同类人审判

的观念是人类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一种理念 ,按照这一主张 ,人们选择的裁决者首先必须是自

己的同类人 ,这是裁决所必需的信赖以及裁决本身具有权威的基础。这一观念也是陪审制度

的滥觞 ,并在日后的法律思潮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已故著名学者龚祥瑞先生指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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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许多启蒙思想家都肯定陪审制度 ,并赋予它以新的意义 ,强调每个人

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 ,甚至提出‘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的口号 ,企图以陪审制作

为从封建主手里夺取司法权和保障新生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µ∼ 恩格斯也就是从这一

角度来就司法权的性质进行重新的确定。在恩格斯的理解当中 ,所谓案件本身就是涉及到具

体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因而这种权力也就应当由人民自己来直接掌握。人民的代表理

解人民的需求 ,人民的代表也能够考虑人民的整体利益 ,只有这样的审判人员 ,才可望公正地

解决具体案件。显然 ,这一思想的实质 ,就在于打破精英阶层、有产阶级对司法的垄断 ,保证

普通民众在自身所熟悉、理解的法官面前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恩格斯在回顾陪审制度的

发展史时就专门指出 :“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 ,根本没有法律专家 ,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

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νυ 排除法律专家的制度设计 ,正是由案件当事

人的同类人进行裁判的制度安排 ,也是人民自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正因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

都坚决主张法官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在阐述马克思所总结的巴

黎公社的经验时 ,恩格斯指出 ,“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 ,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

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 ,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

二 ,它对所有公务员 ,不论职位高低 ,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νϖ 这就是保证同类

人审判的基本措施。

当然 ,司法权虽然存在着与行政权职能上的区别 ,然而司法权并不能完全归之于社会权

力的范畴。即使以恩格斯所推崇的陪审制度而言 ,在实施最为完备的英、美等国 ,也只是用人

民的权力来牵制法官对司法事务的垄断 ,而并非用人民的判断来代替法官的判断。司法并非

是适宜于一般大众的职业 ,法律专家的素质也无法完全依赖民主的选拔制度而获得。正如汉

密尔顿所言 ,“由于人类弱点所产生的问题 ,种类繁多 ,案件浩如瀚海 ,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

窥其堂奥。所以 ,社会上只能有少数人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 ,可以成为合格的法官。”�νω 否

则 ,常人的推理或社会的良心这类名词 ,只会湮没法律职业的权威与尊严。因此 ,完全地把司

法权从政治权力的范围中剔除出去而作为由人民直接行使的社会权力 ,这本身就会危及到司

法权的生存。实际上 ,此后的恩格斯也对自己的这一观点进行了修正。在写于 1844 年的《英

国状况 　英国宪法》一文中 ,恩格斯就明确承认陪审法庭的政治性质 :“陪审法庭就其实质来

说是一个政治机关 ,而不是法律机关 ;但是 ,既然一切法律设施本来都具有政治性质 ,那么陪

审法庭也就体现了司法制度的真正本质。”�νξ 自然 ,这话也可用来表达恩格斯对法庭政治性

质而非法律性质的不满 ,但在阶级社会中 ,司法制度本身属于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自然必须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 ,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这正如恩格斯自己所指出的 :“有产阶

级 ,即土地贵族者和资产者 ,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 ,靠军队、官僚和

法庭。”�νψ

三、司法独立的生存基础 :自由的国家

(一)司法独立与自由国家的一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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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独立是人类为实现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制度安排 ,然而 ,司法独立并非一种超历史的

客观存在 ,它必须受制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马克思针对普鲁士政府的司法决定 ,

指出 :“普鲁士又十分幼稚地声明 ,如果把诉讼公开 ,就是把普鲁士官员的声望和威信置于危

险地位。这确是又一次坦率的自白。⋯⋯普鲁士不可能做到公布和公开 ,因为自由的法庭和

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兼容的。”�νζ 在这里 ,马克思将司法独立 (即“自由的法庭”) 的存立基础

定位在“自由的国家”这样一个条件之上。

对自由的追求 ,既是马克思思想的起点 ,也是马克思思想的终点。在早年相关论著中 ,马

克思就对理想国家进行了定位 :“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 ,在这里 ,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

政治的自由 ,同时 ,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

律。”�ν{ 在这样一种国度里 ,自由成为人们基本的特质 ,人们对法律的服从也就是遵从自然的

理性。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更是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那里 ,“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ν|那么 ,自由的国家与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又存在着何

种关联呢 ? 马克思认为 ,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将国家及其权力视作私有财产 ,因而不可能出现

为保障自由而进行的权力分工与权力制约 :“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 ,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

质 :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 ,是奥秘。”�ν} 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 ,要

把权力分配给其它阶级来行使 ,或者要将独裁的权力交由其它人来行使 ,这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 ,只有分权才会有司法独立存在的可能 ;而也只有司法独立才能打破权力垄断。正因如

此 ,是否能够进行独立而公开的审判 ,是区别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标志。恩格斯指出 ,“在

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 ,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

并陈述其理由 ;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 ,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 ,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ν∼ 在恩格斯的心目中 ,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也就是实行立

宪政体的地区 ,而德国的普鲁士还没有完全消除专制制度的痕迹 ,法官在其中没有单独表述

自己的意见并陈述自己理由的权利。因此 ,司法是否独立 ,不仅涉及到案件的判决是否能达

到公正的效果 ,更主要的它是衡量一种政体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的试金石。

同样 ,不自由的国家也强烈反对陪审法庭的独立裁判。恩格斯认为 ,由人民参与的独立

的陪审法庭 ———自由法庭 ———与资产阶级维护私有制的意愿是不相符合的 ,因而也就成为资

产阶级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制度障碍。恩格斯指出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 ,“陪审员的自由法庭当

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因为自由法庭不仅会使他们丧失司法职权 ,而且会使法律的神圣的字面

意义 ,即死板和抽象的法面临危险。而这个法无论如何不应当被破坏。它是他们的帕拉斯神

像。”恩格斯举例言道 ,如果在法国或英国 ,如果陪审员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资产阶级老

爷们就会惊恐万状 ,“于是他们郑重地宣称 :请看 ,陪审法庭的后果如何 ———财产和生活本身

的安全失去保障 ,非法行为合法化 ,公然宣扬犯罪和革命 !”�ου 由此看来 ,人民直接参与审判 ,

这不仅使资产阶级无法独占司法权 ,同时也使得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可能无法执行。这

正如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 ,作为原告向陪审法庭所提出的那样 :“诸位陪审员先生 ,

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律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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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 ,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止。这是陪审法庭的最

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

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οϖ 显然马克思的这一

呼吁 ,对于强调本阶级的统治与利益的资产阶级来说 ,是再危险不过的了。

(二)人民主权 :司法独立的理论证成

确立了权力分立的必要性 ,肯定了司法独立的内在价值 ,那么 ,司法独立的政治基础又是

什么呢 ? 马克思认为 ,人民主权学说为权力分立 ,从而也为司法独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民

主制中 ,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 ,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 ,在

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οω 显然 ,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 ,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

因此 ,马克思明确指出 ,“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 ?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

该是绝对肯定的 ,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 ,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

了。”�οξ因而 ,按照自由的要求 ,人们可以凭借经验和智能而非任何先在的原则 ,来重塑国家制

度。代表人民行使定规立制权限的国民议会 ,也只能本着人民的意愿来行事 :“国民议会本来

没有任何权利 ———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

来行动 ———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到那时 ,人民就亲自出台 ,并且根据自主的权力来行动。

比如说 ,如果某一国民议会把自己出卖给某一个叛变的政府 ,人民就必须把两者 ———既把政

府 ,也把国民议会一起赶走。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 ,人民完全有权利用革命来回答

它。”�οψ 代议机关的权力既然来自于人民 ,就必须体现人民的意愿 ,否则 ,人民就可以行使革

命权、起义权 ,来收回委托的权力。

本着这一立场 ,马克思认为 ,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 ,如果它能体现人民的意志

而确立权力分工的国家制度 ,也同样是可以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的。马克思指出 :“无产阶级

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 ,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

刀两断 ,根据目前的需要 ,而不是根据旧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 , ———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

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οζ上列各项制度构造 ,都是现代权力分工制度所具有的基本

内容。尤其是陪审制、法律平等 ,更是与司法独立的理念密切相关。无产阶级之所以支持这

样一种制度架构 ,个中的关键就在于 ,这种制度本身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是一个历史的

巨大进步 ,对于无产阶级争取合法权利 ,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也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如

果资产阶级顺应历史潮流 ,在代议机构中将上述各项主张得以落实 ,那就是真正体现了人民

的主权。同样 ,资产阶级代议机构之所以有权确认司法独立的原则 ,本身又是以人民主权的

理念作为支撑的。人民主权是将人民的意志置于国家制度的顶端 ,所有的制度建构 ,只有体

现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 ,才是合法的、正当的。司法独立本身有利于人民权利与自由的维护 ,

因而代议机关对此原则加以确立 ,正是顺应民心的必然产物。

(三)阶级分权向职能分权的过渡 :司法独立的政治前提

司法独立得以存在 ,还必须是确立了民主制度 ,即完成了阶级分权之后 ,再实现职能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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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分权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而言 ,是一种由阶级分权向职能分权的过渡。阶级分权强调

的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应在国家政权中都有着一定的比例 ,防止某一阶级 (阶层) 独揽国家大

权 ;职能分权则是强调由不同的机构来担负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 ,是一种民主制度基础上的

内部权力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在回顾权力分工的历史时指出 :“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 ,王

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 ,因而 ,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 ,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 ,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ο{ 在这样形式的国家里 ,“国

家内部的一切斗争 ———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 ,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等等 ,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 ———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在

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ο|必须注意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

里这言分权实质上是阶级分权 ,即不同的阶级要求在国家生活中应有与自己地位相称的权力

分配 ,因而这种分权体现了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

阶级分权只发生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初创时期。当国家制度上已经排除了封建贵族

的绝对地位 ,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之后 ,分权就以

一种职能分权的形式出现。恩格斯指出 :“屈韦特尔先生和国家法的其它大哲学家们以极其

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

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也像其它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

样 ,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例如 ,在君主立宪政体中 ,立

法权和行政权都交错在国王身上 ;其次 ,在议院里 ,立法权是和对行政权的监督交错在一起的

等等。”�ο} 可以说 ,恩格斯的这一观念是对他与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关

观点的重要补充 :第一 ,突破了仅在“阶级分权”层面上进行分权学说研究的局限 ,肯定了职能

分权的意义 ,即在这种体制中 ,通过将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授予专门的机构来予以行使 ,从而

实行国家管理日常事务上的分工 ;第二 ,分权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

能被适用。这既有国家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 ,也包括民主制度的水准 ;第三 ,职能分权还必须

是宪法意义上的权力分工 ,即通过宪法的明文规定来确定不同机关的特有权限。例如恩格斯

针对普鲁士权力分工的现状 ,就尖锐地指出 :“难道普鲁士真的存在着 ⋯⋯宪法意义上的分权

吗 ? 现存的分权难道不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适应绝对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分权吗 ?”�ο∼可见 ,

分权必须是宪政意义上的分权 ,而不能是借分权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分权。

职能分权的理论一旦得以成立 ,就为司法独立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前提 ,否则 ,只限于阶级

分权这一层面 ,难以说明司法权必须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的理论原因。

(四)权力界限的明晰 :司法独立的制度基础

较为明晰的权力界限 ,是司法独立的制度基础。经典的分权学说 ,特别是孟德斯鸠的理

论 ,是将国家权力区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部分 ,这一观念预设的前提就是 :权力与

权力之间可以找出区别的标准 ,从而使三种权力赋予三个不同的部门行使 ,因为权力分工的

直接目的就是防止权力之间的相互僭越。

如前所述 ,恩格斯将司法权的性质定位在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之上 ,简单地说 ,即针

对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案件所作的决定 ;而行政权则是关系到有普遍意义的事情。正是从这

个角度进行分析 ,恩格斯将行政权归结为一种政治权力 ,而把司法权排除在中央政权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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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外。�πυ 应当说 ,恩格斯这一观念有着极深的黑格尔理论的痕迹。在《法哲学原理》中 ,

黑格尔把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归诸于市民社会 ,在黑格尔看来 ,“司法应该视为既是公共权

力的义务 ,又是它的权利 ,因此它不是以个人授权与某一权力机关那种任性为根据的。”�πϖ 在

这里 ,司法权作为一种公共权力 ,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 ;它不同于处理普遍事务的行政权力 ,

后者存在于国家管理领域。同样 ,行政权作为政治性权力 ,更多的体现了制度的任性 ,而不象

司法权那样作为公共权力 ,必须以公共的理性法则作为其生存的基础。黑格尔还具体地分析

了司法活动的特性 ,认为审判行为作为法律对个别事件的适用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

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质 ;二是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下。�πω因而 ,恩格斯将司法权

定位在涉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情之上 ,也是承继黑格尔的理论 ,将法律执行中个别性事务的

调整归诸于司法权之下。实际上 ,恩格斯的观点与其所处时代的德国知识界的共识也是一脉

相承的。据我国台湾学者林永谋先生的考证 ,当时的德国学界及司法界人士 ,普遍把司法作

为维系个人自由的基本手段 ,因而“司法被定位于保护个人自由之机关 ,国民要求司法独立于

行政之外”。�πξ

马克思则通过将法官与检查官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上进行了一个

初步的确定 :“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

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 ,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书报检查官则

有义务根据官方就个别事件向他所作的解释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

政府。不独立的书报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 ,

而书报检查官所表现出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新闻出版界的一定

的违法行为 ,而在书报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新闻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

我的行动 ;书报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 ,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πψ 在马克思看来 ,行政与司法

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 (1)执法依据不同 :行政以行政命令作为工作指针 ,强调对上司的服从 ,而

司法则以法律为唯一准绳 ,法官只服从法律的规制 ; (2) 工作职责不同 :行政是以官方的指令

来理解法律 ,而司法则是通过法官的良心来解释法律 ; (3) 独立程度不同 :行政以下级服从上

级为原则 ,必须听从政府的指挥 ;而司法则实行独立 ,既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政府 ; (4) 执法立

场不同 :行政既可以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来确定法律责任 ,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思想来科以罪

责 ;而司法则必须考虑现实的行为 ,不能追究行为人的思想意识 ; (5)执法的自由度不同 :法官

强调的是罪刑法定 ,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 ;而行政官更倾向于对法律的扩张解释 ,尽可能地

入人于罪。

马克思以上所言未必反映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全部区别 ,并且这一立论是就特定场合的

人员 (书报检查官与法官)进行比较 ,因而还有许多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是 ,在马克思的观念

当中 ,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存在着较为清晰的界限 ,这就使得司法独立有了基本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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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独立的内容 :法院独立、陪审法庭独立与法官独立

(一)法院独立

这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当然 ,必须注意的是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语汇

中 ,法院与法官几为同义词 ,言及法官独立的地方 ,也大多就是从法院独立的角度而言的。�πζ

例如恩格斯所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 ,出版自由的实现 ,法官独立

审判制度和陪审制的实行 ,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π{ 这里所言的法官独立审

判制度既可以指法官个人的独立问题 ,也可以同时指法院的机构独立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院独立的论述 ,主要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司法的不独立来进行的。

在革命导师看来 ,充斥着法庭的是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衡量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一的法

院只能是忠实地执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的法律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不可能存在着真正

“自由的法庭”, �π| 因而法律中虽然规定了分权的措施并承诺保障司法独立 ,然而实际上却往

往是“让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长、侦查员和审判员”, �π} 难以做到司法公正。根据马克思、恩格

斯的论点 ,司法独立的模式可以分解为形式独立与实质独立两个方面 :

一是形式独立 ,即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势必导致

无法解决的混乱”, �π∼因而应当在审判机构的设置中剔除行政的因素 ,防止“三位一体”诉讼结

构的出现 ; �θυ 就司法与立法的关系而言 ,固然要强调依法判案 ,然而 ,法院也并非立法机构的

附庸或者仅为机械的法律宣示者 ,在司法过程中 ,法院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 ,赋予法律

以新的意义。在法律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时 ,马克思要求法庭要“超过法律 ,直到它认识到必

须满足社会的需要为止”, �θϖ 恩格斯也认为 ,审判人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践解释法律 ,

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θω法院的独立还包括独立于社会 ,即不受

社会舆论的约束 ,从而理智地、独立地作出法律上的判断。在《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一文中 ,

恩格斯指出 ,英国法院的判决 ,往往是“迁就社会舆论的结果”,然而按照法律 ,“政府根本不一

定要顾及舆论”。�θξ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主流的社会舆论往往也就是有产者的舆论 ,而“穷

人、贱民、无产者”却只能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失去了法律上的基本公正。�θψ

法院的形式独立也包括司法权专属的内容 ,也就是说 ,如果本应由法院行使的权力而交由其

他部门行使 ,这就无疑地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在谈到书报检查制度时 ,马克思指出 :“假如书

报检查受普通法庭的支配 (诚然 ,这在还没有客观的书报检查法以前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就

只可能有暂时忠诚的性质。可是 ,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书报检查又交给书报检查机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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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 ,例如 ,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高书报检查委员会去评判”, �θζ 这就使得司法权的固

有范围受到行政权力的不当侵蚀。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 ,马克思又就军队的刑事诉讼

权进行了抨击 ,认为 :“有人把对猎区警察和森林警察的监督和使用不仅变成了军队的权利 ,

而且变成了军队的义务 ,虽然刑事诉讼条例第 9 条只提到官吏要受国家检察官的监督 ,因此 ,

国家检察官可以直接追究官吏的刑事责任 ,而军队则不能这样做。上述规定既威胁着法庭的

独立 ,也威胁着公民的自由和安全。”�θ{ 在马克思看来 ,军队行使司法追诉权 ,不仅使得法院

独立没有保障 ,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也因为特种法庭的存在而遭受威胁。

二是实质独立 ,这意味着法院在作出判决时 ,应当没有外在的先决条件而可以自由地作

出判断。如果强调某些利益、某些人物是法院特别要加以保护的 ,一旦超越这个界限判决就

可能失去合法性基础的话 ,那么这同样意味着审判是不独立的。因为独立本身就意味着没有

任何羁绊 ,法院可以按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 ,作出符合法定形式的任何判决。恩格斯曾举例

言道 :“治安法官也好 ,陪审员也好 ,他们本身都是富人 ,都来自资产阶级 ,因此他们都袒护自

己的同类 ,都是穷人的死对头。”�θ| 由此可见 ,如果法院、法官把维护本阶级利益放在优先位

置考虑的时候 ,审判的独立性就根本不存在。在这里 ,司法成为维护一己私利的工具 ,独立的

后果只是使得法院能更放心大胆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正如马克思针对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所指出的那样 ,“被告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

级面前 ;因此 ,这些被告的罪是老早判定了的 ,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一种陪审法庭面前。⋯⋯

这样一来 ,在莱茵普鲁士还存在的那种对陪审法庭的迷信就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 ,陪审法

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 ,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

空白。”�θ} 显然 ,要真正地使法院做到实质独立 ,就必须排除阶级利益、私人利益对法院的影

响 ,否则 ,司法独立只会成为偏袒、不公的温床。

(二)陪审法庭独立

虽然各国所实施的陪审体制不一 ,在陪审员的数量、职权以及法律地位等方面也有着不

同的规定 ,然而 ,其基本目的则是相似的 ,即以普通民众代表社会良心参与法庭审判 ,从而防

止官僚制下的法院滥用自己的权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 ,它们或称为陪审员 ,或称为

陪审法庭、陪审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要使陪审法庭真正起着制约法院权力的作用 ,就必

须保证他们的独立地位 ,以使其不偏不倚的形象得以维持。

陪审法庭的独立 ,首先是审理职权上的独立。在德国的司法制度中 ,陪审法庭与其它类

型的法庭有着明确的职权分工 ,属于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 ,不得由其它法庭来行使审判权 ,也

不得因同一事实再次提交其他法院审判。然而 1849 年发生的拉萨尔案所出现的结果是 ,“为

了同一篇演说 ,拉萨尔既送交陪审法庭审判 ,又被送交违警法庭审判。如果陪审员把他开释 ,

他还要受到违警法庭的审判。”�θ∼统治者一方面必欲置革命人士于死地的意图昭然若揭 ,另一

方面 ,则是通过司法上的掣肘 ,来限制陪审法庭的权力。对此 ,马克思指出 ,拉萨尔案的重要

性就在于 ,它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陪审法庭处理政治犯罪的特权是否要同一切所

谓三月成果遭到同样的命运 ,领取薪俸的法官今后是否还可以把不领取薪俸的陪审法庭任意

贬到空头法庭的地位 ,就是说 ,如果陪审员认为某一事实不是政治犯罪或违法行为 ,那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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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把这一案件立即作为普通的违法行为交给违警法庭审理。”�ρυ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 ,政

治犯罪由陪审法庭进行审理 ,这是根据法律规定由陪审法庭行使的一项特权 ,杜塞多尔高等

法院的决定 ,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 ,同时也使得违警法庭直接将陪审法庭架空 ,使其

所作判决在实际后果上毫无意义。显然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这就是把陪审法庭任意贬到空

头法庭的地位 ,与法治的要求明显背离。实际上 ,在政治案件中 ,资产阶级司法机构经常使用

这样一种方法 ,即把本应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交给其它法庭审理 ,保证政府对判决结果的

控制。

陪审法庭的独立 ,还必须是相对于法官的独立。在英美陪审制下 ,陪审团负责裁决事实 ,

而法官则是负责适用法律。恩格斯在考察英国的法制状况时指出 ,“人们甚至要求法官不管

怎样都要采取某种特别方式尽量不影响陪审员的判断 ,不暗示陪审员如何裁定 ,也就是说 ,法

官必须按照为做结论所要求的方式来说明前提。”�ρϖ 应当说 ,这是陪审制度得以正确运作的

前提。遗憾的是 ,资本主义制度之下 ,所谓不偏不倚的陪审团是难以实现的 ,在实践中 ,“法官

十分明显地授意陪审员应做出怎样的裁定 ,而唯命是听的陪审员也照例是规规矩矩地做出这

样的裁定。”�ρω显然 ,陪审法庭如果不能独立于法官 ,那么 ,由人民参与司法审判 ,从而以人民

的良心与判断来牵制法官权力的滥用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而 ,在陪审法庭中 ,应当明确法

官与陪审员各自的审判权限 ,使陪审制度真正名副其实。

陪审法庭的独立 ,特别是陪审员的独立 ,还应当是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在法理上 ,陪审员

的角色是不屈从政府的社会善良人士 ,“他们不依赖有人员配备权的刑事司法体制当局的恩

惠而求生。不象职业法官 ,他们没有兴趣因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因此 ,他们没有屈

从于腐败或滥用刑事程序的动机。”�ρξ 正因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陪审员的非政治

性 ,以此来作为他们独立于政府的基本条件。在前引有关拉萨尔案件的评论中 ,马克思就将

是否领取薪俸作为法官与陪审员的基本区别之一 ,并且认为领取薪俸的法官在政治审判案中

会保护任何东西 ,只是不保护被告的利益。正因为如此 ,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 ,马克思对陪

审员说道 :“诸位陪审员先生 ,一般说来 ,如果你们要像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 ,把关于诽谤的

第 367 条运用于报刊 ,那末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

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这样你们就是批准官员的恣意专横 ,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

之门 ,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 ,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 ?”�ρψ 显

然 ,在马克思看来 ,如果陪审员判决被告有罪 ,那就是与政府沆瀣一气 ,审判员也就再也不是

代表人民而是代表政府了 ,这样 ,陪审员的角色就由善良百姓而蜕化为官僚政客之流了。

那么 ,怎样在制度上保持陪审员相对独立于政府呢 ? 这就涉及到陪审员的产生问题。在

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政府控制陪审法庭的主要方式 ,就是对陪审员实行资格限制以及由政府

来挑选陪审员 ,使之成为贯彻政府意志的工具。马克思认为 ,陪审员挑选中的“蒸馏”过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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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陪审员失去了代表性 ,同时也使司法独立名存实亡 :“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 ,那

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 ,那简直是奇迹

了。”�ρζ 恩格斯也通过对英国实际情况的考察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陪审团的不偏不倚纯属

虚构。恩格斯指出 ,在英国 ,“陪审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而其实质就是限制普通民众参与

陪审法庭 ,因此“所谓‘不偏不倚的陪审团’,根本是胡说。”�ρ{ 由此看来 ,取消陪审员的资格限

制以及挑选程序的客观、公平 ,就成为陪审制度能否真正独立于政府 ,从而以人民的权力制约

法院权力的关键。

(三)法官独立

马克思指出 :“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在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 ,

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理解来解释法律 ; ⋯⋯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政府。”�ρ| 在

这里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法官独立的要求。在马克思看来 ,法官因法律和案件而存在 ,是联系

案件与法律的中介。法官除了服从法律之外 ,没有任何别的需要信奉的外在权威。

法官不是政府的工具 ,这是法官独立的第一层意思。马克思对普鲁士法律制度的批评 ,

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法官处于依附的地位 ,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就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工具 ,

就是说 ,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ρ} 这里所言官吏 ,指的就是政府 (或行

政机关) 。法官受制于政府 ,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法纪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因而 ,保持法官独

立于政府的地位 ,是良性的司法体制所必需的制度建构。但是 ,政府往往不甘于在司法上的

沉默 ,而是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影响司法。马克思指出 ,在德国 ,这主要是政府以所谓违反职责

为由 ,来对法官进行惩罚 ,这些措施包括“警告、罚款、强迫调任他职或者甚至带有侮辱性地撤

销其司法职务。”马克思嘲笑道 ,“这样的事 ,不用说向英国人解释清楚 ,就是要使他们大致相

信 ,也是很难的。”�ρ∼ 更为严重的是 ,政府司法大臣甚至违反法律规定施加压力 ,通过法院用

道德压力来迫使自己的一些政治上受到损害的同行辞职。马克思认为 ,这些法院把每个政治

观点不合乎它们的普鲁士王国的荣誉标准的人都从自己的队伍中排挤出去 ,其后果就是使法

院变成军官联合会 ,与司法独立本身所要求的法官独立 ,可谓有天壤之别。

法官也应当相对独立于法院 ,这是法官独立的第二层意思。恩格斯指出 ,“在通行英吉利

法的地区 ,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

由 ;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 ,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 ,在大多数其

他国家里是没有的。”�συ 在这里 ,恩格斯将法官“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作为法

治的标志 ,而把将法官仅视为数量上的一个单位而没有独立判决权和陈述权的法院戏称为

“行政集议机构”。在这样一种机构里 ,法官成为一种“无面目的法官”。�σϖ 因此 ,恩格斯认为

法官的终身制同代议制、出版自由、公开审判、陪审制一样 ,是资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中所

提出的进步措施 ,它也同样代表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因为这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残

余”的唯一可取之道。�σω 同样 ,马克思也赞赏当时德国的这样一条法律原则 :只有根据法庭的

判决 ,才能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σξ 在马克思看来 ,对于违法失职的法官 ,法院必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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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庭裁决 ,才能予以撤换或免职。这种决定不能受到政府压力的影响 ,否则法官就难以以

独立的角色和诚挚的理解而执行法律 ,法官独立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法官还必须独立于自我。“即使法官是自由的时候 ,他也仍然不是完全自由。他不得随

意创新 ,他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他应从一些经过考验并受到

尊重的原则中汲取他的启示。他不得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感 ,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

仁爱之心。他应当运用一种以传统为知识根据的裁量 ,以模拟的方法 ,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 ,

并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σψ 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的这段名言 ,深刻地道出

了一个在制度框架下的法官形象 :他不是随意为之的游侠和感情冲动的常人 ,而必须受制于

原则、纪律、知识和社会秩序 ,并且在这样一个给定的框架内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

当马克思提出“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 ,也不属于政府”时 ,个中的“我”也包括法官本人在内 ,

他应当超脱生活、经历、教育背景所加诸于他的“前见”,用一种冷静、理智、客观的态度审视具

体的个案 ,而不应当掺杂个人的情感、好恶和价值观念。马克思指出 ,如果审判程序受私人利

益支配 ,那么 ,就只能是采取“秘密的程序 ,这样才至少不致引起和滋生任何危险的、自满的幻

想。”�σζ 这里所讲的私人利益 ,除了可以理解为法官本人的私人利益之外 ,也包括法官所不应

考量的其它私人利益。如果法官只以私人利益作为判决的标准 ,那么它就摆脱不了自我的阴

影 ,也失去了法律赋予法官独立地位的根本目的。这正如波斯纳所言 :“法官希望独立就像学

者希望得到确定的学术职位一样。法官不想成为有权势者的仆人。但如果独立性仅仅意味

着法官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决定案件而不受其它官员的压力 ,这样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并不显

然会以公众利益为重 ;人民也许仅仅是换了一套暴政而已。”�σ{ 正因如此 ,除了克制个人的习

性束缚之外 ,超脱于私人利益的羁绊 ,就成为法官能否真正独立的标志。马克思讽刺地说 ,对

于贪得无厌、到处钻营的私人利益来说 ,“审判形式是迂腐的法律仪式所设置的累赘而多余的

障碍。诉讼只不过是一支负责把敌人押解到牢狱里去的可靠的护送队 ,它只是执刑的准

备。”�σ| 而这些正是在设计司法独立时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的。

五、司法独立的价值 :审判自由

司法独立的价值何在 ?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 ,这就是审判自由。马克思指出 :“如果法院遵循

它自己固有的法规而不遵循其它领域 (如宗教)的规律的话 ,审判自由就是审判自由。”�σ}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 ,“行业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审判自由 ,这一切都是

同一个类即没有特定名称的一般自由的不同种。”。�σ∼也就是说 ,审判自由也同其它类型的自由

一样 ,属于自由的各种形式中的一个类别。与单个人的行为自由不同 ,审判自由又是因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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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依附于一定行业的自由形式。“法官的行业是法律 ,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 ,家长的行业是教

育子女⋯⋯”�τυ 不仅如此 ,马克思还认为 ,任何行业都有着行业的本性 ,而这是所有从事这一行

业的职业者都必须予以服从的。否则 ,他就脱离了行业的特性 ,而成为行业的背叛者。什么是

行业的本性呢 ? 马克思解释道 :“行业的本性是按其生命的内在原则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
�τϖ在这时 ,行业本性由于体现了行业生命的内在原则而具有神圣性 ,是衡量一切职业者是否具
有从业资格的标准 ;行业本性也是毫不受阻挠地形成起来的 ,同时也就拥有传统上的权威性。

如果审判自由要能够得以成立 ,那就必须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规 ,而不是从其它规律中寻找生

存的根据。在这里 ,马克思实质上提出了审判自由这一范畴的性质以及范围问题。

那么 ,什么又是审判自由所应遵循的固有的法规呢 ? 我们的理解 ,这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法律 ,二是行业规范。

马克思将法律视为法官的唯一上司 ,而从应然的意义上而言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

遍的规范 ,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

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τω 在这里 ,马克思将法律的基本价值定位在自由层面 ,法律

必须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然而 ,法律并不会自动地在社会生活中实现 ,“要执行法律就需要

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行运用 ,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τξ因而法官就承担起将静止的法

律规定适用于具体的个案的职责 ,把单一的现象归结为普遍的现象 ,实现法律与案件的连接。

法律以自由为基本价值 ,而法官又必须拥有审判自由 ,在这里 ,如果说法律是肯定的规范的

话 ,那么 ,审判自由就是用一种职业自由来保障法律自由的实现 ,是一种肯定之肯定。这也就

意味着 ,审判自由并非一种具有元价值性质的自由 ,它只是为保障作为人民自由的圣经的法

律的实现而存在 ;同样 ,衡量审判自由是否正当 ,其标准就在于审判自由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人

民的自由。“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 ,即成为自由的存在 ,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

存在。”�τψ所谓实际的法律 ,既包括法律属于应然意义上的良法 ,同时又在具体执行中释放出

其蕴涵的自由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 ,严格执行了法律同时又保障了人们自由的审判自由才

是真正的自由 ,否则 ,这种自由严格说来就是任性 ,是一种伪善。

从行业规范 ,或者说职业规范的角度而言 ,审判自由又是必须遵循职业规范的自由。职

业规范可以包含技术规范与职业伦理两个基本方面 ,技术规范是法律适用时的具体技术 ,如

法律注释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利益衡量规则等等 ,它既是以往审判过程中的经验归纳 ,

也是法官在作出判断时必须遵循的技术规程。例如在法律解释时 ,通过什么方法来明确某一

法律条款的意义 ,就必须采纳为法官群体所共同遵循的技术规则来予以确定。正如涂尔干所

言 ,包括法律在内的职业群体 ,都构成了“界限明确的实体 ,不仅具有自己的统一性 ,还有自己

的特殊规定 ,而且专门机构也会遵照指令保证这些规定得到强化”。�τζ 否则 ,作为一个行业就

可能会因离经叛道者的泛滥而有分化、解体的可能。当然 ,纯技术规则不具有更多的人文意

义 ,我们在此可略而不论 ,关键的是法官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 ,应当遵循经历代法官

所锤炼出的职业伦理规范 ,使法律在解决具体案件的同时 ,能提升民众的道德价值。

就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来说 , 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公正 , 而作为审判这样一个职业 , 就

有着许多必须为法官所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 , 这是任何形式的审判自由所无法逾越的。例

如 , 在对待被告的问题上 , 马克思就提出了法官重要的职业伦理准则 ———适合于被告公民

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所有权 :“国家对于被告享有某种权利 , 因为国家对于这个人是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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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出现的。因此 , 就直接产生了国家的义务 , 即以国家的身份并按照国家的方式来对

待罪犯。国家不仅有按照既符合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普遍性和自己的尊严 , 也适合于被告

公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财产的方式来行事的手段 , 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拥有这些手

段并加以运用。”�τ{ 这里所言的国家 , 完全可以用法官或法院来置换。国家对于诉讼当事

人 , 即使是涉嫌犯罪者 , 仍然要表现出自己的理性、普遍性和尊严 , 换言之 , 国家如果用

非理性、个别性甚至“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被告 , 则国家行为就失去了基本的道义基础 ,

而法院、法官也就配不上它们的称呼。同样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多次言及的法律上的

公正、不偏不倚等 , 也可以视为对审判自由的一种伦理限制。实际上 ,“任何职业活动都必

须得有自己的伦理”, �τ| 法律活动更不例外 , 在此可以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 即美国律师

协会拟定的“司法行为守则”。在该守则中 , 将法官的职业准则列举为五项 : 法官应当坚持

司法操守和独立性 ; 法官在从事各种行为时应避免不正当或不正当的表现 ; 法官应公正和

勤奋地履行司法官的义务 ; 法官应如此行动即应努力减少其司法外的行为与司法义务的履

行之间相互冲突的风险 ; 法官或司法官候选人不得从事不适当的政治活动。�τ} 这些准则 ,

完全可以用来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法律机构的公正与不偏不倚。

从上述分析可知 , 所谓审判自由是指法官于个案审理中 , 在遵循法律和职业规范的前

提下 , 进行理性的自主判断的权力。之所以作如是界定 , 是考虑到以下因素 : 第一 , 马克

思认为 , “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 �τ∼ 这说明马克思将理性作为法官行为

的基本标准 , 而这种理性是“不同于人的自然本能 , 反映着客观理性的人类普遍的、公共

的理性”; �βκυ 马克思明确指出 , “自由的首要条件是自我认识”, �βκϖ “自我认识”就是“理性”

的题中之义 ; �βκω 第二 , 自由的本质在于自为地判断。正如学者在诠释马克思自由思想时所

言道的 ,“人的自由在于 : 在为他所设定的许多可能的情境中 , 自觉地选择一种可能性。那

种选择是他自己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 �βκξ 第三 , 判断则是马克思对法官的

角色定位 ,“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个别的。要把个别的现象归结为

普遍的现象 , 就需要判断。判断是件棘手的事情。要执行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

自行运用 , 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βκψ 第四 , 判断是一种意志自由意义上的判断 , 而这

种意志自由仍然必须以相关的认识能力与外在条件作为基础 , 也就是说 , 是否自由并不是

一种是否任性的同义语 , 而在于是否能契合社会情形与具体实践。恩格斯在谈到自由与必

然的关系时 , 明确指出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 , 人

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 , 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 ; 而犹豫不决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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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为基础的 , 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 , 但恰

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 , 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 , 自由就在于根

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βκζ 用来解释我们的主题 , 也

就意味着审判自由必须体现为知的能力与决断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 , 司法独立与审判自由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 ? 如前所述 , 马克思他们

已经将司法独立作为司法的法律特质与基本保障 , 而独立本身就包含审判自由的意蕴在内 ,

那么司法独立与审判自由是否为一种重迭的价值架构呢 ? 不是 ! 虽然说司法独立是审判自

由的前提 , 即就依附于政治体制之下的法官而言 , 没有法院的独立就不会有审判自由 , 然

而 , 是否有司法独立就会有审判自由呢 ? 这倒未必。司法独立表示的是法院与其它国家机

构之间的关系 , 而审判自由则更多地体现为法官与法院 (即职业者与其单位) 之间的关系 ;

同时 , 从前述的司法的实质独立这一角度而言 , 如果法院或者法官无法超脱自我 , 那么真

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也是不可能的。更为主要的是 , 司法独立只是一种制度的安排 , 从价

值上而言它可以说是中性的 , 而审判自由则体现为一种对善的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言 ,“对

人说来 , 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 , 才是好的。”�βκ{ 这样 , 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善而存

在 , 并且也就是善本身。在谈到出版自由时 , 马克思指出 , “从观念的角度看来 , 不言而

喻 , 新闻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制度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 , 因为新闻出版自由本身就是观念

的体现、自由的体现 , 就是实际的善 ; 而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 , 是假象的世界观

反对本质的世界观的一种论战 , 它只具有否定的本性。”�βκ| 在这里 , 出版自由本身即是一种

不需要其它外在价值即可证成的实际的善。在这里 , 自由与善的价值互置 , 形成了马克思

自由观的基本特质 , 把这一观念用于审判自由的场合 , 也就意味着 : 一方面 , 审判自由对

于法官而言 , 既是为其作出合理判断提供的一种保障 , 使其可以不受制度和同僚的压力而

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判决 ; 另一方面 , 这种自由又预设法官为理性的主体 , 是一个不受个

人好恶而能超脱小我、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公职人员。�βκ} 同时 , 就个人而言 , 独立性也并

非就是自由 , 只有真正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谈到 , 应然意义上

的国家将使它的成员“成为国家的成员 ; 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 , 把粗野的本能变

成合乎道德的意向 , 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 ; 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 , 整体

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βκ∼ 在这里 , 个人天生的独立性与与生俱来的本能 , 在审判自由的

背景之下 , 转变成为精神的自由和道德的意向。

自然 , 审判自由也并非一种孤立的存在 , 它与其它种类的自由一道 , 形成自由的网络

与自由的整体。马克思指出 :“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 , 正像身体的这一部

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 , 那么 , 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

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指责 , 那么 , 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 , 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 , 而此后不自

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统治地位 , 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不自由成为常规 , 而自由成为

偶然和任性的例外。”�βλυ 将这段话用来拆解审判自由就可以看出 : 第一 , 审判自由是以其他

自由的存在为前提的 , 社会上普遍缺乏自由 , 也就不会有审判自由 , 或许这也正是马克思

·02·

法学研究 　　　　　　　　　　　　　　　　　　　　　　　　　　　　　2002 年第 1 期

�βκζ
�βκ{
�βκ}

�βκ∼
�βλυ 前引 �λ{ , 第 201 页。

前引①, 第 217 页。

参见 [美 ] 亨利·J·亚伯拉罕 :《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 第
206 页。

�βκ| 　前引 �λ{ , 第 171 页 , 第 166 页。
前引 �νϖ , 第 455 页以下。



言及的“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兼容的”之真义。同样 , 当审判自由受到压制

时 , 也就意味着其他自由受到排斥。例如 , 没有审判自由 , 就不会有法律上的契约自由 ,

也就不会有财产自由 ; 第二 , 审判自由也不会成为法官放任的自由 , 因为在其他种类的自

由的制约之下 , 审判自由本身就必须尊重其他类型的自由。例如马克思所极力推崇的出版

自由 , 就可以成为限制法官用卑劣的动机或私人利益的衡量来摧毁司法公正的武器。马克

思指出 :“在报刊这个领域内 , 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 , 然而

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 , 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βλϖ 自由之间的

这种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 , 保证着自由成为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同、接受的价值 , 也促成

着社会共同善的实现。

审判自由也并非是无限制的自由形式。“自由的每一特定领域就是特定领域的自由 , 同

样 , 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特定自然的生活方式。”�βλω 如果说自由的形式之间存在互相制

约这一关系的话 , 那么审判自由既是以其他自由为前提 , 同样也不能成为压制其他自由的

手段。马克思指出 , 人们在论述自由时 , 往往只看重自由间的相同形式而忽视它们之间的

区别 , 以至把一定的种用作衡量其他一切种的尺度、标准、领域 , 这就有可能导致对其他

自由的压制。马克思指出 ,“如果一种自由只有在其他各种自由背叛它们自己而自认是它的

附庸时 , 它才允许它们存在 , 这是这种自由气量狭窄的表现。”�βλξ 自由的国家和自由的政治

体制之下绝对不能允许这样一种以牺牲其他自由为代价的自由。同样 , 对于审判自由而言

也必须设定相应的限制 , 防止它成为强制其他自由臣服的手段。因此 , 审判自由并非武断

的自由、专制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 “⋯⋯在刑法典里则不容许有这种含糊的概

念 , 不容许有这种进行主观臆断的自由 , 尤其是在必然会出现政治观念分歧的地方 , 在法

官不是陪审员而是国家官吏的地方 , 更不容许有以上那样的概念和自由。从司法机关的许

多实例中 , 可以最好不过地证明 , 对法律的这种批评是对的 , 指责它混淆了概念也是有根

据的。”�βλψ 在此 , 恩格斯以刑法的适用为例 , 说明了主观臆断对公正裁判的危害。同样 , 马

克思也指出 :“我的公开行动愿意听从世界、国家及其法律的评判 , 但是它却被提交给隐蔽

的纯否定的势力审判 , 这种势力不能被确立为法律 , 它怕见阳光 , 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则

的约束。”�βλζ 所谓普遍原则 , 即指广为人们所承认、接受的基本法律原则。在这里 , 马克思

将普遍原则作为牵制审判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 审判自由必须受普遍原则的评价与检验。

六、小　结

以上分五个方面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司法独立的论述 ,那么 ,革命导师的思想给我

们以怎样的启示呢 ?

第一 ,权力分立以及权力分立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司法独立

是在国家权力进行内部分工的基础上 ,赋予司法机关以独立的政治地位。虽然从社会发展的

终极目标而言 ,国家、法律制度可能都会因“不合乎人性”而走向消亡 ,但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之

下 ,保持司法的独立地位、克服司法权与其他形式权力的混杂以及其他权力对司法权力的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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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才能够真正体现这样一种国民的直接所有物类型权力的意义。自然 ,有了司法独立不一

定就有司法公正 ,但没有司法独立则绝对不会有司法公正。因而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 ,着力

加强司法独立的制度建设 ,也是决定司法能否达到公正的基本内容。另外 ,司法独立虽然仅

就法院而言 ,但如果将司法作为一个处理纠纷、审理案件的整体阶段和连续过程 ,那么 ,在司

法独立的基础上还必须形成司法分立的良性体制。起诉人、审判人与辩护人的角色必须进一

步明晰化 ,法院只能专司审判 ,而不得行使其他法律角色的权力。

第二 ,司法独立既包括外部的独立也包括内部的独立 ,既包括机构的独立也包括人员的
独立。从外部独立而言 ,司法机关 (法院)必须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保持政治、法律上
的不容其他机关介入的权力界限与事务范围 ;从内部独立而言 ,司法独立意味着不同性质的
法院、法庭有着不同的权力分工 ,尤其是陪审法庭作为人民直接行使司法权的组织形式 ,应当
有着专门的权限范围和权力行使原则。从机构和人员的角度看 ,司法机构作为一个整体 ,与
其他国家机构存在着权力分工与权力制约的关系 ;同时 ,法官、陪审员虽然附着于法院而存
在 ,然而其独立的地位仍然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来作为保障。法官是法律的具体运作者和
执行者。自然 ,如果法律可以自行运用 ,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问题是法律不会自动运
用 ,因而必须有法官的设置 ;同样 ,要保证法律正确地施行于实际的案件当中 ,保持法官的独
立判断就是个关键。因而 ,没有审判人员的独立 ,就无法完整体现司法独立的内容。

第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司法独立的分析 ,主要是从政治而非纯法律事务的角度而进行
的。司法独立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而作的政制安排 ,司法独立又只能在自由的国家中才有
立足的余地。同样 ,在司法独立与政治的关系上 ,马、恩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在当代学界 ,一提起司法独立 ,似乎就意味着司法与政治的完全绝缘 ,然而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呢 ? 没有政治、社会地位的法院不可能担当施行法治的使命 ,因而 ,法院得以介入国家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 ,是法院凸显其地位的标志 ,也是法院权威性的保证。对于司法独
立、司法中立等口号不能作片面的理解 ,如果认为法院与政治、社会相脱离就是所谓的独立与
中立 ,那只能是使法院自绝于社会。在这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既主张司法不应当成为政治的
附庸 ,立法和行政不得动用国家的政治资源来干预司法的独立运作 ,但另一方面 ,他们却也主

张司法应积极地介入政治 ,从而发挥司法在平衡国家权力结构、保证民主制度全面落实以及

维护公民基本人权方面的作用。�βλ{

第四 ,我们以往对司法独立的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均是将其视为司法公正或法治的基础

价值来看待 ,但必须注意的是 ,司法独立只是实现司法公正乃至法治的手段 ,而非司法公正以

及法治价值的完满体现。司法独立关注的是一种制度建构 ,换句话说 ,它只是为司法公正和

法治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外壳 ,其内在价值还是审判自由。这就意味着 ,司法独立的存在主要

是用来抵御来自司法外部的干扰 ,而司法公正和法治的实现则有待于审判自由的落实。只有

在审判人员超越了小我的羁绊 ,兢兢以公平、公正为务时 ,才可能达到司法公正的效果 ,也才

可能真正地体现法治的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司法独立的形式独立与实质独立分别构成

了司法独立的骨架与血肉。必须指出的是 ,有关审判自由的论述 ,在我们当前的法学研究中

还是十分薄弱的 ,由此导致只见制度 (司法独立) 不见人 (法官) 的学术偏向 ,忽视了法官角色

在司法制度中的重要意义。德沃金尝云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 ,法官是帝国的王侯

⋯⋯”�βλ| 因此 ,忽视王侯的研究 ,就难以真正从理论的深度明确司法过程的性质 ,也难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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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作出司法决定时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衡量。

此外 ,正如本文序言中所说 ,议行合一原则的无限延伸 ,曾是导致否定马克思、恩格斯主

张权力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的理论渊薮。然而 ,马克思所总结并为恩格斯所赞同的有关巴黎公

社议行合一原则 ,只是特定条件下的理论主张 ,并不能用作否定革命导师的分权理念和司法

独立的根据。有关这一问题 ,不少学者进行了探讨 ,童之伟先生的《“议行合一”说不宜继续沿

用》一文 ,更是直接从法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βλ} 在此 ,仅提出以往研究中未

涉及的几个问题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国家权力的分工以及支持司法独立的论据 :

首先 ,分权是具有绝对必要性的制度设计。马克思认为 ,“为了自由的利益”,就必须有一

种“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的制度安排 ,这是确保“立宪原则”得以实现的需要。�βλ∼

虽然这一原则常被用来作为打压其他国家机关的借口 ,但并非这一原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谈到分权的历史意义时 ,马克思指出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 ,即常

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 ———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 ———起

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 ,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βµυ 这也

说明 ,如果没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 ,就没有可能摧毁封建专制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分权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在谈到巴黎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时 ,马克思也将“用严惩

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这一措施纳入其中 ,因为“雇主们在这

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于一身 ,而且以罚款饱私囊。”�βµϖ这也同样表达了立法

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必须分开的思想理念。

其次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制度下分权制度的批判 ,主要是有关行政集权问题。在

谈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时 ,马克思指出 ,就是“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 ,也就是把集权

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βµω这种政府权

力一是使得行政权成为架空立法权、司法权的集权形式 ,破坏了分权制度 ;二是由社会的公仆

异化为社会的主人。恩格斯也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德国宪法时 ,恩格斯指

出 :“帝国宪法 ,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 ,纯粹是 1850 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 ,

而 1850 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内容 ,根据这个宪法 ,政府握有全部实权 ,议院连

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 ,这个宪法在宪制冲突时期证明 ,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βµξ 实际

上 ,资产阶级国家并未按照自己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原则来建构政权组织形式 ,往往是行政权

过分庞大 ,而立法权只是作为一种陪衬而成为一种装饰品。在谈到法国宪法时 ,马克思指出 :

“总统不仅同样通过实行普选权而获得批准 ,并把分配在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从而百倍分

散的全部选票集中于一身 ,而且 ,总统还掌握着全部行政权 ,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

力量悬浮在行政权之上。”�βµψ 宪法的措词同样反映了强行政与弱议会的特色 ,在法国宪法中 ,

“一个是立法议会 ,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 ,就可以看出 :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

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 ,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这样 ,宪法就

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 ,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留精神上的权力。”�βµζ 在这样一种宪法之下 ,国

民议会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 ,实际上只是成为行政权的附庸。特别是在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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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的时候 ,行政权强化的趋势就更加明显 ,而作为制约行政权而存在的立法权就只有在行

政权的进逼前步步退缩。马克思指出 :“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 ,联合起来的统

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 ,统

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 ,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

之权 ,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 ———国民议会 ———本身在行政机关面临的一切防御

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βµ{ 从而分权原则所寄寓的权力分工与权力制约的理念也丧失殆

尽。

再者 ,马克思主要是在特定的环境中批判分权制度 ,这就是革命这一事关政权得失的时

期。马克思认为 ,“在革命之后 ,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 ,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

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 ,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

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 ,被打垮的党派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 ,甚

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在

一种临时局面下有两个平等的权力 ! 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藉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 ,正是

临时局面下的这种分权状态 ,必然会导致冲突。”�βµ| 这也说明 ,分权制度本身存在于和平时

期 ,是对国家内部权力进行的一种制度分工 ;然而 ,在政权尚未稳固就进行权力分工 ,这只会

使“江山易主”。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政权刚刚创建时期 ,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专政 ;而巴黎

公社之所以失败 ,按照马克思的总结 ,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对敌人姑息养奸 ,而未实现彻底

的无产阶级专政。

总之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未排除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 ,相反 ,他们却常常认

为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必须实现适度的权力分工与权力制约。以此为准据 ,司法独立也

就是分权体制下的应有之义。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 and Engels , judicial independence originated from the“human fear of

themselves”. It is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aimed at prevent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The basi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the nature of judicial power as the“direct possession of the citizens”. In terms

of survival mechanism , judicial independence must be supported by the“free state”. Judicial indepen2
dence includ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rt , of the dicastery and of the judge. Meanwhile , judicial in2
dependence is not a goal in itself . It must take the pursuit of“free trial”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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